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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和

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以下简称 生物医学合

作项目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以下简称 自然科

学基金委 新增设的国际合作项目已经实施了两年 ,

从最初短期小金额的试点项 目到 年改为 年

期 、资助金额 万元 项的重要国际间合作项 目 ,

一 生物医学合作项目越来越得到中美双

方科学家及科学基金管理者的重视和认可 现将

一 年度两期的 一 生物医学合作

项目申请 、受理及评审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,以期

为有关科研人员更有效 、更有针对性的申报该项 目

提供一定的参考 。

加 个精神健康领域 ,但它在其他 个领域的申请

总数都少于 年度 ,其减少原因有待我们进一步

分析 。

表 一 年 一 生物医学

合作申请项目申请情况

申请数 肿瘤
过敏 感染

免疫
精神健康

年度

申请
统计

一 年度 一 生物医学合

作项 目申请情况分析

一一 年度 一 生物医学合作项

目的申请情况统计见表 。比较 、 两期的

申请情况 ,在美方院内外 注 根据美方申请人

的身份 ,分为院外或院内两个项 目申请指南 。院外

申请指南针对的美方申请人为非 所属各研究

所的研究人员 院内申请指南针对的美方申请人为

所属各研究所的内部研究人员 申请情况 、资

助领域申请分布情况方面 ,二者的格局形式相近 。

从美方申请人情况来看 ,院外申请数要明显多于院

内申请 , 年度院内申请数与院外申请数之比约

为 , 年度则达到约 从资助领域申请

分布来看 ,肿瘤领域为申请项目数最多的领域 ,

年度占申请总数的 , 年度 占申请总数

的 ,其 次为过敏 感 染 免疫 领域 , 、

年度所 占申请总数百分 比分别为 和

。虽然 年度资助领域比 年度多增

年度

申请

统计

院内

院外

各领域』急数

汇总

院内

院外

各领域总数

汇总

项

项

一 年度 一 生物医学合

作项目受理情况分析

项目初审情况分析

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及该项目《指南 》关于不予

受理项目的有关规定 ,以及双方交换形式审查意见 ,

首先对申请项 目进行初审 。初审不予受理统计情况

见表 。

表 一 年度 一 生物医学

合作不予受理情况统计

不予受理数 肿瘤
过敏 感染

免疫
精神健康

年度不予

受理

统计

院内

院外

各领域总数

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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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不予受理数 肿瘤
过敏 感染

免疫
精神健康

院内 。
年度不予 院外

受理 各领域总数

统计 汇总

比较 、 两期初审不予受理情况 ,

年度初审不予受理项 目数明显少于 年度 。

年 度初审不予受 理项 目数 占总 申请数 的

,而 年度则只占 。从院内外

申请情况来看 , 年度院外和院内不予受理项目

数占总申请数的百分比分别为 和 ,而

年度则分别为 和 从资助领域中

申请数最多的肿瘤领域来看 , 年度初筛不予受

理项 目数占该领域所申请数的 ,而 年

度则只占 。

按照中方和美方初审结果的情况 ,我们对申请

项目不予受理原因进行归纳

中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 。 申请代码选

择错误 占不予受理项目总数约 一

生物医学合作项 目涉及领域的申请代码为 或

或 或 ,凡不是的将不予受理 。有较多

申请人 ,特别是自身所涉及领域的并非上述代码范

畴的 ,容易忽视这一点 。往年不予受理项目中 ,就出

现过不少填写生命科学代码的情况 。 选错申请

书 占不予受理项目总数约 一 生物

医学合作项目是以在线填写方式申报 ,申请人登录

申报系统后点击 “项目申请 ”条目下的 “新增项

目申请 ” ,点击进人 “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 目”

展开其下拉菜单 ,进人 “合作研究 组织间协议项

目 ”的 “填写申请 ” 然后选择 “合作协议 ”界面 ,在

下拉菜单中选择 “ 一 项 目 中美 ” 申请人

应该认真核实是否为 一 项 目 ,才进行提

交 。往年的申请中就有 申请者将 选成

了 一 的合作项 目 。 缺少简历及签字

占不予受理项目总数约 。 姓名不一致

占不予受理项 目总数约 由于中英文对姓名

拼写的问题 ,建议双方申请人应协商统一 ,互相核

实 ,避免此类错误出现 。

美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 。美方申请人的申

请内容与其已有 支持项目无相关性 占不予受

理项目总数约 是以增补形式资助

一 生物医学合作项目 ,因此要求美方申请人

除了要有 项目外 ,其申请项目内容还须与其已

有 项目有一定的相关性 ,才予以受理资助 。这

一点主要是针对美方申请人 ,中方申请人应经常及
时与美方合作人进行沟通协商 。

总体看来 ,所有不予受理涉及到的问题 ,大部分

在 《指南 》上都详细提到 特别注意 《指南 》中用粗体

显示的地方 ,申请者在准备申请书方面 ,做到细读

《指南 》和提交前认真核实的话 ,就能有效避免上述

问题的出现 。

受理项目所涉及领域分布情况分析

为了让申请者了解往年申请项目所涉及的领域

的分布情况 ,在 《指南 》所涉及的资助领域基础上 ,我

们根据往年申请人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 ,将受理的

项目进行更细致亚类的分组统计分析 ,各领域分组

的受理项目数分布情况见表 。

表 一 年度 一 生物医学合作项目

受理项目分组统计

资助

领域
亚类

受理数 受理数

领域

肿瘤

领域

过敏

感染

免疫

领域

感染检测

病毒及感染免疫

机制

并 发 症及 流 行

病学

治疗预防

合并感染

表观遗传及基因

组学

放化疗治疗机制

肺癌

流行病学

纳米

前列腺癌

生物治疗

消化道肿瘤 肝 、
胃 、胰腺

中医 药及 抗 癌

药物

肿瘤分子机制

肿瘤免疫及细胞

生物学

乳腺癌

影像诊断

病毒感染性疾病

肺结核

过敏性疾病

寄 生虫 感 染 性

疾病

免疫调节

院外 院内 院外 院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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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资助

领域
亚类

受理数

院外 院内

受理数

院外 院内

过敏

感染

免疫

领域

微生物基因组学

细菌感染性疾病

移植免疫

真菌感染性疾病

中华按蚊感染

自身免疫性疾病

疫苗和抗体

精神分裂症

心理障碍

脑功能分析

的亚类是免疫调节 , 占该领域总受理 项 目数的

,该亚类院外申请数与院内申请数之 比为

' 。

精神健康领域 分为精神分裂症 、心理障

碍 、脑功能分析 个亚类 。 年度是该领域的首

次接受 申请 , 个亚类受理项 目数分布之 比为

, 以院外申请的项目占主导 。

神经

精神

领域

领域 分为病毒感染检测 、病毒及感染

免疫机制 、并发症及流行病学 、治疗预防 、合并感染

个亚类 。其中治疗预防主要是涉及针对 感

染机制的抑制类药物及 疫苗方面的研究 病毒

及感染免疫机制主要是涉及 与宿主免疫之间

分子机制的研究 。

治疗预防是所有亚类中受理项 目数分布最多的

亚类 , 和 年度其占该领域总受理项 目数

的百分比分别为 、 。

肿瘤领域 分为 、表观遗传及基因

组学 、放化疗治疗机制 、肺癌 、流行病学 、纳米医学 、

前列腺癌 、生物治疗 、消化道肿瘤 肝 、胃 、胰腺 、中

医药及抗癌药物 、肿瘤分子机制 、肿瘤免疫及细胞生

物学 、乳腺癌 、影像诊断 个亚类 。其中肿瘤分子

机制主要是涉及某些生物大分子及相关信号通路在

肿瘤发展中的机理研究 肿瘤免疫及细胞生物学主

要是从细胞水平来研究肿瘤发生机制 、免疫系统与

肿瘤细胞之间关系 。

年度所有亚类中受理项 目数分布最多的

亚类是表观遗传及基因组学 ,占该领域总受理项 目

数的 ,该亚类中 受理项目是院内申

请的 年度所有亚类中受理项 目数分布最多的

亚类是肿瘤分子机制 , 占该领域总受理项 目数的

,该亚类中 受理项 目是院外申请的 。

过敏 感染 免疫领域 分为病毒感染性疾

病 非 、肺结核 、过敏性疾病 、寄生虫感染性疾

病 、免疫调节 、微生物基因组学 、细菌感染性疾病 、移

植免疫 、真菌感染性疾病 、中华按蚊感染 、自身免疫

性疾病 、疫苗和抗体 个亚类 。其中自身免疫性疾

病主要是涉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研究 。

年度所有亚类中受理项 目数分布最多的

亚类是病毒感染性疾病 非 ,占该领域总受理

项目数的 ,而该亚类的受理项 目全是院外

申请的 年度所有亚类中受理项 目数分布最多

一 年度 一 生物 医学合

作项 目评审情况

一 生物医学合作项 目的评审形式分

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中美双方各自评审 ,中方则由

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采取专家函评方式进

行 第二阶段由双方召开联合评审会方式共同讨论

资助项目 。第一阶段中方专家函评情况进行统计总

结 见表 。

表 一 年度中美生物医学合作项目

函评结果总体情况

项目领域 精神神经

受理项目数

综合

评价 一 , 、
年度

专家

函评 资助 一

结果 意见 ,

总体

情况 一 ,

平均

分

受理项目数

综合

评价 ,

资助

过敏 感染

免疫

意见 , 一

平均

分

写

度评果体况家年专结情总函

注 综合评价分为优 、良 、中 、差 资助意见分为

优先资助 、可予资助 、不予资助 。

与 年度受理项 目函评结果比较 , 年

度的受理项目虽然在数量上有所降低 ,但是从专家

函评意见来看 ,受理项目的整体质量上有了明显的

提高 。对专家函评资助意见结果分析 , 年度受

理项 目中获得 位以上函评专家建议可予资助的项

目比例为 肠 ,高于 年度的 而对

专家综合评价意见结果分析 , 年度受理项 目中

获得 位以上函评专家评分为良以上的项目比例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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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高于 年度的 。

我们对所有建议不予资助项目的专家函评意见

进行了归纳 ,建议不予资助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

个方面 研究方案设计存在问题 前期数据

支持不够 创新性不够 实验技术路线问题

中方相应学术能力欠缺 项目内容多 ,按期完

成困难 合作必要性欠缺 申请书书写粗糙 。

除此之外 ,许多建议不予资助项 目还存在有美

方相应学术能力欠缺 、样本量不足 、预算存在问题 、

研究 目标不明 、科学意义欠缺 、研究人员不整 、合作

分工不清 、成果权责界定不明 、研究环境欠缺 、研究

项目重复 、不适 项 目 、合作基础欠缺 、合作协

议缺失 、伦理批准问题等多种原因 ,而且大多数项目

往往是多个原因并存 。

小结

年度 一 生物医学合作项目申请

已经开始 ,回顾 一 年度两期的 一

生物医学合作项 目申请 、受理和评审整体情况 ,我们

对整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小结 ,旨在提

醒申请人能认真对待往年申请中存在的问题 ,避免

类似情况再次发生

申请书准备阶段 根据往年函评专家不予资

助的原因 ,认真撰写申请书 ,仔细检查是否存在以下

主要问题 研究方案设计存在问题 前期数据

支持不够 创新性不够 实验技术路线问题

中方相应学术能力欠缺 按期完成困难

合作必要性欠缺 申请书书写粗糙 。

项 目初审环节 申请代码的选择

和在线申请书的选择 一

要正确 ,中英文姓名要注意一致性 ,简历和需要签名

的地方注意勿遗漏 ,美方申请人背景和资质要符合

要求 。

需要重点指出的是 , 年度 一 生物

医学合作项目除了在资助年限 、金额以及资助领域

上与往年有所增加外 ,在申请限项上首次提出了要

求 申请人 不含参与者 同年只能申请 项国际

地区 合作研究项 目 已申请过 自然科学基金

委 年 月 日公布的 “ 年度中美

一 生物医学合作研究项 目”的申请人 ,如本年

度未申请过该项 目以外的其他合作研究项 目 ,则仍

可申请本项目 本项目计人申请和承担项 目总

数合计限 项的范围 。申请人务必根据自身情况 ,

慎重申报 ,详细情况 ,浏览基金委网站相关信息 。

其他注意问题 涉及生物样本进出口的

问题 ,申请者需要注意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

规 ,申请务必附上生物样本进口批准证明说明 ,以保

证项目能顺利实施 。 临床样本的伦理问题 ,这

一点中方申请者必须特别注意 ,应该做到符合国际
标准 。据我们统计 ,受理的申请项目中 , 年度

由中方单独提供临床样本的有 项 ,占总受理数的

,占所有提供临床样本项 目数的

年度由中方单独提供临床样本的有 项 ,占

总受理数的 ,占所有提供临床样本项 目数的

。因此 ,在临床样本提供上 ,我们中方申请人

需要慎重思考 ,不仅要考虑如何保护我方独有临床

资源和权益 ,也要考虑在国际合作项目中 ,如何利用

我方独有资源获取利益及成果的最大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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